
■本报记者 张祯希

■“白玉兰”云上绽放带来新思考系列报道之三

莫让“钱途论”束缚了追求梦想的脚步
樊丽萍

最近， 两位女生的故事在网上刷

屏。 一位是26岁的肖源，在结束7年海

外求学后， 她回老家湖南娄底承包了

2400亩地，当起职业农民；还有一位是

湖南耒阳的钟芳蓉，高考考出676分的

高分，因选择北大考古专业而遭质疑，

有网友提醒她 “冷门专业找不到好工

作”，后幸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

诗发声力挺。

两位女生意外走红， 其实有一个共

同特质：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没有走大

多数人走的路，而是作出了另类选择。特

别值得玩味的， 是发生在肖源身上的一

个“悖论”：当地村民知道她的故事后，既

希望自己的孩子像她一样， 未来能有机

会走出大山读书、当海归，又希望孩子千

万不要和她一样， 读书深造后还是回家

乡当农民。

无论是大学选专业， 还是在毕业后

就业或创业， 年轻人行至自己人生的十

字路口，敢于冒险、挑战，敢于追随自己

的内心作出选择，都是精神可嘉、值得倡

导之事。但现实的“骨感”恰恰在于，作出

另类选择是需要承担一些外在压力的。

来自他人的评价或者社会评价，难免“世

故”。 很多看似出于一片好意的担忧、规

劝，究其实质，无非是“成功原点论”：若

某个人事业成功了， 那么回溯其成长历

程， 每一次曾经遭遇的失败都是成功的

垫脚石， 每个当初作出的另类选择无不

是英明决定； 而如果没有一个出人头地

的“大结局”出现，年轻人独辟蹊径的升

学或求职选择，则很容易会被贴上鲁莽、

任性或不成熟的标签。

进一步说，这种带着世故眼光的“成

功原点论”， 对成功的理解未免狭隘，因

为更多指向“钱途”，以收入论英雄。这也

让人不由联想到当年北大卖猪肉的高材

生陆步轩。 毕业后遭遇不顺、 为生计所

迫，无奈去卖猪肉，连陆步轩本人也曾表

示“给母校抹黑丢脸了”。 但当他的企业

达到年收入18亿元时， 昔日的 “北大屠

夫”一下子又成了商界传奇。

其实， 正如文物专家樊锦诗这次在

为钟芳蓉“发声”时所说的那样，并不是

搞考古是高尚的，学金融就是为了钱，把国

家的金融业搞好也非常重要。 对于钟芳蓉

来说， 我们应该给她好的环境去学习而不

是铺天盖地地去说她未来有没有“钱途”。

让人感慨的是， 从昔日陆步轩毕业后

卖猪肉引争议，到今天人们对考古女孩、海

归女硕士务农的热议，这么多年过去了，和

社会技术层面日新月异的进步相比， 很多

人的潜意识里，观念的更新仍然很迟缓。

长江后浪推前浪， 在经济高速发展背

景下成长起来的90后、00后“后浪”们，社会

的多元价值在他们身上有诸多直接投射，

其中就包括在个人价值的追求和实现

上，比起柴米油盐，他们中的一些人更

乐于追求诗与远方， 比起单纯的经济

因素， 一些人更看重的是个人成就和

价值的实现。 他们中的很多人， 对成

功、幸福，对完美人生的定义，和父辈、

前辈是不一样的。

因此，鼓励年轻人敢于追梦、敢于

创新， 这种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有时

也应表现为一种舆论场的包容。 对于

这些敢为人先的年轻人， 不妨多点一

个赞，多一点鼓励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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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电影， 是近年互联网视频产业新鲜出炉的概

念。 区别于传统电影，网络电影通过网络渠道发布，分

账票房收入直接与用户点击量挂钩。 这一网络文艺新

样态出现之初，曾被业内人士称为“网络大电影”。“大”

字入名多少有点名不副实：网络电影起步阶段，投资成

本、准入门槛极低，影片内容同质化、情节套路化严重。

2019年11月，“网络大电影”正式改名“网络电影”，名字

的规范化也体现出了产业升级的雄心与积极行动。

上海电视节期间发布的 《中国网络视频精品研究

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从2017年开始，网

络电影就开始走上 “减量提质” 的精品化发展之路。

2019年网络电影产量明显下滑，全年网络电影上线789

部，同比下降49%。 与此同时，网络电影投资总量和总

体质量大幅提升，单部影片吸金能力变强。2019年网络

电影投资成本达到300万元以上的影片数量占比48%，

成本达1000万元的达18部；成本不足100万元的占比已

经从2017年的49%压缩至12%。

从市场角度看，网络电影朝精品化、多元化、专业

化方向发展。平台上不但出现了制作、营销成本都过千

万元、 制作工业水准媲美院线的网络电影， 甚至围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脱贫攻坚”等话题，涌现出多部

口碑、流量双丰收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业内人士看来，

网络电影便捷的即时观看特性， 以及与青年受众的情

感亲近性，对“小切口、正能量、大情怀”之作的传播十

分有益； 而关注现实的题材雄心与工业升级的制作匠

心，正在让国产网络电影真正“大”起来。

题材红利期过后， 制作成熟、视
角独到之作成赢家

网络电影被业内人士视为网络视听领域 “勇敢者

的游戏”： 只有观众真正认同的产品才可获得盈利，而

盈利数据便是观众观看度的直接导出。 在这种以市场

为导向的模式下，靠前六分钟大尺度展现骗取点击量、

内容题材低俗化、蹭IP抄海报等创作症结层出不穷。这

也让网络电影一度身陷影视创作鄙视链的最低端，广

受差评。 不过眼下，这一状况正被不少制作有诚意、情

感真实细腻的现象级作品打破。

疫情期间，一部《倩女幽魂：人间情》成功填补了院

线关闭的空档，迅速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除了“倩女幽

魂”系列天然承载的“情怀杀”话题效应外，这部网络电

影的走红更得益于其“颠覆性”的精良制作：媲美院线

电影的运镜与特效呈现、精美考究的服化道、“熟脸”明

星演员的大量加盟。 《倩女幽魂：人间情》总策划、出品

人刘朝晖介绍， 这部作品的制作体量与营销体量都达

到了2000万元级别， 这样的成本投入在以百万元级为

主流的网络电影市场，实属罕见。 如此“反常”操作，让

影片一开始并不被广泛看好， 但幕后团队还是扛了下

来。刘朝晖说：“题材红利期过后，比拼的其实是成熟的

工业化制作水准。 ”

除了制作，网络电影的题材视野也在不断丰富。基

于社会现实的情感共鸣， 成为当下一批精品网络电影

的“破圈”关键。 立足现实的《花儿照相馆》获得了网络

电影领域难得的高口碑， 其讲述的青年摄影师与养老

院老人之间温馨互动的故事，让不少观众“笑着笑着就

哭了”。这部影片的灵感便来自于一条让人唏嘘的社会

新闻：不少住进养老院的老人会结伴去拍一张照片，而

这张照片往往就是他们的遗照。 影片通过这样一个微妙的切口进入， 将代际交

往、青春逐梦、夕阳关怀等现实议题融入其中，引发极大的社会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一批立足现实的主旋律题材网络电影密集问世，用叫好

又叫座的优秀成绩单，不断刷新大众对网络电影的认知：上线五天便获得600万

分账的《毛驴上树》，讲述了“微笑书记”带领乡亲奔小康的故事；《大西山小村官》

讲述了大学生调解员，用知识与智慧反哺乡村的故事……

进入标准赛道，网络正在成为院线的人才“蓄水池”

因为准入门槛较低，网络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成为了年轻人的造梦蓝海。但一

个自身并不成熟的行业，很难给初入者营造良好的起步氛围，使年轻人打下扎实

的基本功。 近年来网络电影市场的成长成熟，不但丰富了观众的精神文化选择，

也让其人才“蓄水池”的功能愈发彰显。

网络电影《花儿照相馆》的班底就很有代表性。 在做客上海电视节互联网影

视峰会时，淘梦创始人兼CEO阴超介绍，《花儿照相馆》在主创班底上，选用的大

多是青年影人。这部作品的导演最初以摄影师起家，这是他转型导演身份后的第

二部长片作品，作品的编剧则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人。“院线电影的高成本，使得年

轻主创机会减少，而网络电影正好补充了这样一个缺口。 尤其在疫情档口，许多

院线影片无法如约而至， 网络电影便成为有梦想、 有抱负的年轻人练手的好机

会。 ”事实上，目前不少网络电影制作公司，都将视线对准了新生代影人。

网络电影制作流程的正规化与题材视野的拓展， 也让优质资源的流通更为

频繁。去年起，一批观众熟悉的电影电视演员纷纷入局网络电影。业内人士分析，

如今吸引越来越多“熟面孔”加盟的，正是网络电影表达疆域的拓宽。 《报告》显

示，2019年网络电影题材更多元，涵盖探险、动作、科幻、悬疑、社会等多个类型。

新题材的出现意味着需求更加多元，也反映出市场对多元题材包容度不断提升。

更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电影的创新玩法，也在重塑电影与观众的互动方式。

有网站基于过往优质的网络电影作品，推出了全新的互动版本。视频播放过程中

会跳出不同的选项，观众得以在选择中触发不一样的剧情与结局。

欧洲风、日系、国漫，13部动画折射多元审美
国内外优秀作品参与本届白玉兰国际动画展播

盛夏已至， 看着动画片吃着冰

棍是孩子们在假期里最惬意的休闲

方式， 本届白玉兰国际动画展播就

为孩子们送上一份暑期荧屏大礼 ，

共有来自国内外13部精品动画正在

哈哈炫动频道播出， 不仅包括国产

动画最前沿的 “出海” 代表 《伍六

七之最强发型师 》， 也有 “巴巴爸

爸” 系列新作。

一部历久弥新的动画需要具备

哪些品质？近年来国漫的转型升级有

哪些“互联网思维”的成功经验？电视

节期间，业内代表思考着相关问题。

经典作品背后，是人类
共通的美好追求

“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 ”1988

年，《巴巴爸爸》被当时中国唯一的全

国性少儿节目《七巧板》引进，成为最早

在中国播出的外国动画片之一。今年适

逢“巴巴爸爸”这一形象诞生50周年，系

列新作《巴巴爸爸之欢乐一家亲》吸引

了两代人的关注。

在动画里， 粉红色的巴巴爸爸和

黑色的巴巴妈妈以及他们五颜六色的

七个孩子总是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

“《巴巴爸爸》 通过典型的家庭构成让

观众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得以产生

共情和代入感。”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

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艾胜英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友

好相处， 以及孩子多元性格的养成亦

是人类共通的美好追求。”

可以是桥梁， 也可以是车辆， 从

土里生长出的 “巴巴爸爸” 能够化作

万物， 创新的视角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角也

总是用平和的心态看待生活， 将快乐

带去每个所至之处。 “人物是动画内

容最重要的载体， ‘巴巴爸爸’ 正是

这样一个角色。” 艾胜英对记者说道。

与此同时， 作品中对于环保、 人类与

动物关系等命题的关注和讨论如今看

来也并不过时。

深耕自身文化， 才有形
式多样的作品

对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 动画片

是直观认识世界、 体悟世界的重要方

式之一， 多元的动画样式无疑将会为

他们打开另一扇窗户。 此次选片组也

在国别丰富的基础上尽可能引入多面

向的作品， 于是在剧目中观众也可看

到如 《咻咻的奇幻之旅》 《小海螺和

大鲸鱼》 《哈努卡—黎明之光》 等来

自欧洲国家的动画片。

色彩柔和、画风细致是欧洲动画给

人的第一观感，包含的则是创作者对儿

童心理的关注。 “艺术感和精致度是欧

洲低龄向动画呈现出的特点。 ”白玉兰

动画单元负责人严敏胤对记者说道 ，

“这些作品不为追求强烈的风格， 而更

多以教育意义和风格展示为目标。 ”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展播剧目中还

有多部入围第26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

奖国产动漫，带着中国水墨韵味的《百

鸟朝凤》、历史架空类作品《万国志》和

中国第一部签约奈飞的动画剧集《伍六

七之最强发型师》。严敏胤认为，这三部

作品正代 表 了 当 今 国 漫 的 三 种 形

态———传统的电视动画 、CG制作的游

戏感作品以及风格化的“网感”作品。

有深耕传统文化，也有对历史的再

创作，在学者眼中，优质国漫的诞生往

往伴随着对中国文化养分的汲取，无论

是《百鸟朝凤》的浓郁中国风还是《伍六

七之最强发型师》里朝气蓬勃的当代年

轻人，都体现着创作者对自身文化的关

注。 “这种关注无形中都会在作品的主

题、 价值观和人物关系里有所体现，也

将成为中国动漫在国际平台上的安身

立命之本。 ”艾胜英表示。

共同构成纪录片最美叠画
BBC纪录片主持人迈克尔·伍德解读“杜甫为何能圈粉全世界”

2020年春天，BBC纪录片 《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以下简称 《杜

甫》）在英国热播，也引起国内观众的

关注。 纪录片用59分钟来讲述杜甫的

人生与创作，导演、主持人迈克尔·伍

德告诉记者，杜甫因为这部纪录片在

西方世界 “出圈 ”了———宅家抗疫的

英国人因此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甚

至纷纷打听到何处网购英文版杜甫

诗集； 著名莎剧演员伊恩·麦克莱恩

的朗诵也赢得不少中国粉丝的喜欢，

甚至有青少年观众留言 ：“忍不住猜

想，也许杜甫先生就是您的样子。 ”

在21世纪的今天，是什么让一位

中国古代诗人焕发出跨文化、跨地域

的魅力？ 8月5日，上海电视节纪录片

大师班上， 迈克尔·伍德分享了他30

年来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种种心

路体会，以及跨文化纪录片“出圈”的

“秘诀”。

每部纪录片都是段旅程，

甚至可以说是场冒险

迈克尔·伍德是英国历史学家和电

视制作人， 曾参与制作过约120部纪录

片。为拍摄《杜甫》，伍德重走了诗圣的人

生路， 中国现代的生活景象鲜活地出现

在影片中。 伴随着伍德的讲述和著名演

员伊恩·麦克莱恩朗诵的唐诗，一幅幅历

史画卷也在观众面前次第展开。

“我16岁那年买过唐诗英译本，第一

次读到杜甫的诗就爱上了。”伍德告诉记

者，几年前来中国拍摄系列纪录片《中国

故事》时就觉得，杜甫作为中国最伟大的

诗人可以拍一部续集。 杜甫的人生跌宕

起伏， 他的经历都在诗作中， 于是决定

“跟上他的旅程”。“每到一地就和当地人

互动， 这是最好讲述伟人人生传记的方

法。我们的每部纪录片都是段旅程，甚至

可以说是场冒险。 ”

杜甫一生写过1500首诗， 在纪录片

中演员朗读了15首。其中，《壮游》是杜甫

老年时的回顾，让演员对观众说“来听我

讲一讲我的故事吧”。从更接近个性化散

文的诗开始，而把最富有诗意的那首“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放到了影片结

尾，达到“诗意纵贯千年”的高潮。

“通过《杜甫》，我希望西方观众可以

理解中国文化。 ”伍德说。

中国老百姓是中国故事
的宝藏，纪录片要与生活交流

作为热衷讲述中国故事的导演，伍德

30多年来曾多次到中国拍摄，形成其独特

的纪录片风格。 他常以主持人的面目出

镜，将历史人文故事娓娓道来；他还是个

漫游者，实地探寻故事中的大城小巷。

拍摄《中国故事》时，他的镜头中出

现了很多普通人———说书人、路人、老年

人，他们都充满了故事，尤其是一些流传

于民间的神话。伍德认为，历史并不一定

由史学家承载， 它也可以是一些活生生

的故事，“我一次次告诉当代纪录片的拍

摄者———中国人就是中国故事的宝藏，

我热爱并非常珍惜和中国老百姓交流，

他们的故事太棒了！ ”

英美观众更热爱这样的故事，“普通

人的贡献使电视节目更加生动、 丰富”。

伍德曾收到一位得克萨斯州女士的来

信：“在看这部纪录片前， 从来没有梦到

过这些美好的东西居然真实存在。”这让

伍德深感欣慰，“目前世界上隔阂很多，

如果通过我的纪录片， 能让观众相互之

间产生更多理解，更多同理心就很好。 ”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不管世界

走向哪里，总会有渴望知识、渴望文化的

人。 ”在拍《中国故事》前的小组会上，伍

德说，最关键的是“我们能不能在拍摄中

体现出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和温度”，“这

么多年我一直来往于中英之间， 我爱中

国人， 如果没有打破地域和语言文化隔

阂的同理心，那你的纪录片不值得做”。

纵贯千年的诗意
欣欣向荣的中国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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